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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形成经济报道特色的——谈《浙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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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抓”吸引读者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中，浙江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

中国的第一个专业市场，创造出了生命力强盛的“温州模式”，出现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区

域经济典型。因此，浙江可以说是一块经济报道的宝地，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报道资源。

但是，经济报道如何才能吸引读者，如何才能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我们在实践中通过不断

的摸索和总结，把经济报道的组织和策划工作的重点放在“三抓”上面，即在报道中抓经济事

件，抓经济现象，抓特色经济。 

首先，我们在经济报道中十分注意用经济事件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什么是经济事件？如果按照

教科书的解释，经济事件应是指那些在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但

在现实生活中是可遇而不可求。我们选择经济事件的标准是，只要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

度看有一定的社会性、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又是党和政府以及民众关注的，不论事情大小，

都可以当作“经济事件”来看待。比如，在1996年，我们抓了两个很有影响的经济报道策划，

一个是金华市色织布厂厂长吴少华拿重奖后辞职的事。吴作为一位国有企业的厂长，在企业困

难的情况下，与当地经济管理部门签订了承包合同。经过这位厂长自身的努力和市场情况好转

的有利机遇，他拿了37万元的重奖。但当市场发生变化，企业经营效益下滑时，他却以身体不

好为由，向主管部门提出了辞职申请。而根据合同，主管部门只能将他的2万元承包风险金没

收了事。另一个是，杭州市第二丝绸服装厂厂长王发泉曾是杭州市丝绸系统里名气很大一名厂

长，他曾领导“二丝服”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但后来由于在上级主管部门放权后，王发泉专断

独行，多次决策失误，企业的党委和工会对他又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最后导致了企业的

破产。这两件事说大都不算太大，前者只关系到一个厂长的去留；后者大些，关系到几百名职

工的生活和就业。我们抓住这两件事做文章，主要依据是，当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正是浙江的

重点工作之一，各地成功的经验不少，但不完善的问题也不少。这两个企业虽然不大，但发生

的事很有典型性、代表性。一个是对企业承包经营如何做到奖得合理，罚得也到位的问题；一

个是在对企业放权、松绑后，如何对企业经营者实行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问题。这样的事，不仅

党委、政府关注，广大群众也很关注。 

当然，要想用新鲜的经济事件来吸引读者，还必须做到：第一，事件必须是鲜活的。第二，事

件要有故事性。像吴少华的事，是很曲折的，很有故事性。企业经营状况好自己拿重奖，企业

经济效益下滑一拍屁股走人。这样的事，能不吸引读者的眼球？ 

其次，在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中，我们要做好“反常现象”的文章，因为这类报道更有吸引

力。比如，浙江的永康市是著名的五金之乡，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这里多次出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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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开发上的“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问题。按常规思维，如此一次又一次的“折腾”，

这里的经济应该搞得一团糟才是。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县的经济建设却是蒸蒸日上，是浙江

的经济强市（县）之一。省内许多媒介虽也对这里的经济建设作过一些报道，但大多是从如何

防止重复建设的角度提问题、提建议，却很少有人对这里“浪潮式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和分

析，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来。于是在2002年，我与一名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写出了长篇报道

《大浪过后始见金》，对这里的经济为何折腾多但却上得快作了深入的剖析，报道发出后引起

了很好的反响。 

又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几年在浙江也是十分盛行，省里办节，市县办节，乡镇也

办节。有许多“节”其实是劳民伤财，搞得怨声载道。许多市县的领导也知道这股风非刹不

可，但却年复一年办下去，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2000年我们一位记者写了一篇《百节闹浙

江，浙江怎么办？》的报道，我们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推出。这篇报道一经发出，分管副省

长看了以后，立即约见了记者，作了批示。我们就势而上，对这一现象作了深入分析，并组织

记者采访了全省十多位市、县领导，让他们就如何改进“办节”发表了意见和看法，在社会上

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第三，浙江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区域经济的强大和各具特色。抓住了这一点不仅抓住了浙江经济

报道的关键，而且也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现在谈起浙江经济都说是民营经济起了重要的

作用，这话不错。但浙江的民营经济则是扎根在特色经济的基础上的。比如，温州的皮鞋业，

绍兴的轻纺业，柳市的低压电器，海宁的皮革业，义乌的衬衫业，嵊州市的领带业，永康的五

金业等等，无不在全国享有较大的名气。而正是这些区域性的特色经济撑起了浙江的整个经

济，使浙江省的经济总量位于全国第四。我们看到，要报道浙江经济就必须做好各地特色经济

的文章。因此，我们不但开辟了区域经济专版，而且举办特色经济研讨会，并组织采访力量对

这些特色经济逐个进行深入的剖析。 

做好新闻背后的三篇文章 

对经济事件，我们的重点是“挖掘”，着力找出新闻背后的东西；对经济现象，我们的重点是

放在“剖析”上，努力找出其合理的科学的东西来；而对浙江的特色经济，我们则把重点放在

做好“解谜”工作，向读者端出“谜底”。 

对经济事件的报道，我们着力找出新闻背后的东西。人们关注经济事件，他们不仅想知道发生

了什么，还想知道为什么，与自己的关系如何。 

新闻背后的东西，内容也是很广泛的。比如，有政策方面的、社会方面的、市场方面的、个人

方面的等等。但是每一篇报道，从什么方面挖掘进去，则要注意做到“三贴近”，即要贴近社

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找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来。1996年我们抓吴少华和“杭州二丝服”

的报道时，国企改革是当时工作的重点之一，各种招数迭出。对企业经营者的重奖，给企业经

营者放权，都是当时普遍被看好的办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地方在推行这些做法时，也出

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加以完善，不仅领导关心，企业的职

工同样也很关心。所以关于吴少华的报道，关于“二丝服”的报道，都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对经济现象进行剖析，我们主要是从宏观角度上去进行。因为只有从全局的角度加以把握，分

析它的整体性、关联性，这样的经济新闻报道才会有深度，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才会对实际

工作有推动作用。比如，在1997年，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设备先进的江山虎山水泥厂

在国家进行水泥生产结构大调整的形势下，不去生产高标号的水泥，却用先进设备去生产低标

号水泥，与技术设备比较差的企业争夺低标号水泥市场，引起当地水泥行业激烈争论。记者写

来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们决定对这一现象进行报道。我们从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激

烈的市场竞争的角度，从“江泥”的行为是否符合市场规律这方面深入进去，使人看到“江

泥”的这一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其实是他们从当时的市场需求作出的一个合理的举动。因为在

 



当时，低标号水泥的市场需求大，销路畅，而高标号水泥积压严重，“江泥”的6条生产线已

经有两条停工。与其停工，不如生产尚有一定利润的低标号的水泥了。后来这篇报道不仅引起

了省建材总公司领导和省水泥协会有关领导的重视，而且还引起了分管工业的副省长的关注。 

对浙江特色经济的报道，我们主要是做好“解谜”的工作。浙江经济对外省人来说，是个谜；

浙江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对浙江本省人来讲又何尝不是谜呢？如果能将谜底揭开，对别的地

方发展经济一定会有启迪作用。最近几年来，我们报道过的有嘉善木业的“零资源”，永康的

“浪潮经济”，义乌的衬衫业，大塘的袜业等等。而对这些特色区域经济的报道，我们的重点

都是放在揭示“谜底”上。比如，义乌的衬衫业，义乌市大陈镇的衬衫已经在全国打响了名

气，很多人认为义乌市其他地方不应再发展衬衫生产了。但偏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义乌市

又出现了苏溪衬衫业大发展的好势头。为什么？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苏溪衬衫业大发展的出

现，与大陈衬衫业的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大陈的衬衫业在经过几年发展之后，

已经在向高档和名牌发展，而苏溪的衬衫业则是以低档产品为主，主打市场是北方经济欠发达

地区。有的企业产品虽也销往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但他们瞄准的是城市里的打工者，用当地

人的话来说，叫做“专赚没钱人的钱”。 

实施办法大有讲究 

为收到事半功倍的新闻报道效果，我们的经验是： 

一、打响第一炮，提高受关注程度。我们抓的每一组系列性报道（或战役性报道），其第一篇

报道都是我们重点经营的“重磅炮弹”。从报道的写法与标题，都是经过反复琢磨，力争能给

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吴少华的报道，我们打头的文章标题是《吴少华，你到底该不该

走？》；关于杭州第二丝绸服装厂的报道，第一篇报道的主标题是《发人深省的沉沦》；而关

于江山虎山水泥厂的报道，第一篇报道的主标题是《“江泥”为何出此“下策”？》。在2001

年，关于投资中出现“中梗阻”问题的报道，我们的第一篇报道的主标题是《一个括号搁浅一

个亿》。 

这些报道力争做到客观生动地介绍事情的经过始末，让读者第一眼就被吸引住，让他们不但看

完这第一篇报道，而且还关心后面的报道。比如《发人深省的沉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自

今年春节以来，杭州第二丝绸服装厂一直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四月的一天，记者走进‘二丝

服’。在工厂的传达室，六七个汉子正在打扑克。一听说我们是报社的，他们的第一句话就

是：‘你们早该来看看了！’”接下去，记者写他在工厂所看到的场景和听到的种种议论，让

人非一口气读完不可。 

二、做好系列文章，形成一定的气势。每一组的报道，我们都是力争做出气势来，在一个月甚

至于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多篇（一般在10篇左右，多时达到20多篇）有关报道。这些报

道，有记者客观的叙述，也有当事各方的自我表白，还有专家和主管部门的评论。比如在1997

年我们抓的《“江泥”为何出此“下策”》的重点报道中，我们先发记者采写的报道，后又让

“江泥”的经营者出来做“解释”；再采访省建材公司、省水泥协会，请他们来分析；再采访

省内规模或大或小的水泥企业来谈看法。对“江泥”的这一行为进行深入的剖析，前后发了十

多篇报道，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高潮和气势，加深了读者的印象。 

三、开辟讨论专栏，让社会来参与。经济报道的深化，主要是通过所报道的事实的剖析。但剖

析仅仅靠记者来说话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让社会参与进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客观地介

绍事情的经过始末后，都采用了在报上开辟专栏进行讨论的方式，让报道进一步得以深化。比

如，对吴少华一事，我们开辟了《吴少华现象讨论》专栏；对“二丝服”，我们开辟了《我看

“二丝服”悲剧》专栏。在开辟《我看“二丝服”悲剧》时，我们的“开栏话”是这样写的： 

杭州第二丝绸服装厂垮掉了！它垮得令人痛心，它垮得发人深省。虽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

会有“常胜将军”，但“二丝服”的败落，却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人们说：“搞



好一个厂仅靠一个厂长是不够的；但搞垮一个厂，一个厂长就足够了！”“二丝服”的今天，

是否也印证了这句话呢？另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丝服悲剧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

之事，它的主管部门其间做了些什么，又有哪些无奈，我们也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谈一谈。 

这个专栏开出后，很多读者和企业都纷纷参与进来。比如，浙江富润集团总经理赵林中在看了

这篇报道后，当即决定将这篇报道加上“编者按”在该公司的《富润党建通讯》上转发。他们

所加的编者按说：“90年代初，我们曾向杭州第二丝绸服装厂学习过，他们的创业干劲和经营

业绩，着实让我们感动过，可现在报道的却是他们的悲剧……‘二丝服’的老工人说‘二丝服

是被自己打垮的’。群众看得何等尖锐、深刻。请各位厂长、全体高级职员，把‘二丝服’作

为警钟，引以为鉴。” 

（新华社主任记者、浙江经济报社副总编辑 卜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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